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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挂在嘴边，引以为豪，却常常忽略了还有一个“
语言丰富”的现实同样也值得炫耀，值得自豪。
语言是资源，这一点随着语言科学的发展，现在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得到人们的认同。
语言资源的丰富，一方面表现在我国五十多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语言，另一方面表现在通行汉语的
广大地区，从南到北存在着形形色色有别于全社会通用汉语的地方方言。
各种民族语言和各种汉语方言，各有各的特色。
这些各自不同的特色，构成了多彩多姿的中国语言面貌。
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数千年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正是通过丰富多彩的各种语言
和方言及其书面形式——文字承传下来，传播开去的。
毫无疑义，语言和方言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而是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文
化的发展，关系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大事。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必然会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和应用、对语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语
言学的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寄予极大的期望。
相对而言，我国南方语言资源要比北方丰富得多。
西南地区聚居着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那里可以听到各种与众不同的民族语言；而东南地区，则是汉
语方言种类最为繁多、情况最为复杂的地区。
汉语七大方言，除了广义的北方方言大都分布在北方地区以外，其余六大方言，包括闽、粤、吴、客
家、湘、赣等方言，都分布在长江以南，特别是东南各省之中。
因此，研究我国各种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学者，自然都把目光投向我国南方地区，东南各省历来都
是语言学家辈出之地，这跟语言资源特别丰富和语言研究土壤特别肥沃不无关系。
近三十年来，紧随着我国学术振兴的步伐，南方语言和方言的调查研究，一直牵动着众多语言学者的
心，“把语言和方言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的呼声经常在语言专业人士的脑海中回荡。
反映到我们身边这批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汇集到暨南大学来的汉语方言研究“发烧友”身上，就
是立定脚跟，看准方向，以摸清广东方言“家底”，揭示广东方言面貌为己任，一次又一次地走出校
园，奔向方言遍布的沃野，认真开展广东地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方言的调查研究，陆续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成为广东语言研究的一块亮丽品牌。
从80年代中开始，暨南大学以先后获得方言学科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权为契机，以建立方言研究
机构为依托，以屡屡被定为广东社科重点规划项目为动力，着力开展粤、港、澳三地粤语研究同道间
的协作，形成了足以应对广东复杂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团队，先从珠江三角洲的方言调查起步，渐次
由近及远地向两翼延伸，对北江流域、西江流域的粤语分别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组
织编写了一批大型的方言专著。
其中包括《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粤西十县市粤
方言调查报告》和《广东粤方言概要》等，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赏，他们认为通过近二十年来暨南
大学方言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使得广东方言工作有了重大的突破，摆脱了以往广东方言情况复杂而方
言研究成果不多的局面。
进入21世纪以来，暨南大学方言研究有了进一步的飞跃发展。
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方言研究为方言应用服务方面有了明显的表现，完成了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广东地区社会语言文字应用问题调查研究（2000）”，出版了由粤港澳三地粤语专家
协力编纂的、服务于广大粤语应用者的《广州话正音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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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挂在嘴边，引以为豪，却常常忽略了还有一
个“语言丰富”的现实同样也值得炫耀，值得自豪。
语言是资源，这一点随着语言科学的发展，现在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得到人们的认同。
　　语言资源的丰富，一方面表现在我国五十多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语言，另一方面表现在通行汉
语的广大地区，从南到北存在着形形色色有别于全社会通用汉语的地方方言。
各种民族语言和各种汉语方言，各有各的特色。
这些各自不同的特色，构成了多彩多姿的中国语言面貌。
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数千年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正是通过丰富多彩的各种语言
和方言及其书面形式——文字承传下来，传播开去的。
毫无疑义，语言和方言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而是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文
化的发展，关系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大事。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必然会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和应用、对语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语
言学的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寄予极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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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方言理论探索与建构略论香港的“社区词”——兼评《香港社区词词典》论粤客方言言语鉴别问题
（之二）——语法鉴别濒危方言漫议福建漳平（永福）方言的一种比较句——一次难忘的方言语法调
查经历两广汉语方言研究五权语言生活——一个语言替换的实例“厕”字粤读研究入声唯闭韵尾的共
时变异和历时演化——香港粤语个案研究粤语语音特点的讨论东南方言的三种演变模型：裂变、触变
与同变——以广西方言为例19世纪以来潮汕方言的罗马字拼音方案河源惠州“本地话”语音特点概略
（一）  揭西灰寨客家话特点记略韶关土话的词汇借用粤语平话等方言上声的分化类型广西平乐闽语
的几项韵母特征方言语法研究广州话动态助词的特点及其研究价值简论普通话与粤语的蒙受句赣方言
（宜丰话）疑问范畴研究桃源话的动态助词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广东怀集永固标话音系及其主要特点岭
南语言资源与语言技术田野之声有声语料采集软件的研制广东粤方言语音数据库的田野调查及思考基
于语义网格模式的岭南方言资源库建设海外汉语方言研究泰语中的潮汕方言词汇试析缅甸仰光台山话
百年间的若干变化语言文字应用 汉语国际推广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广东省普通话培训测试现状调研
报告之一：成效与经验媒体语言研究说“被××”地理语言学方言特征分布图的符号应用研究方言与
音韵从《广东省土话字汇》看二百年前粤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的分合类型古人声在株洲中心城区话的
音韵层次古日母字读为[dz]情况考察方言与移民从中山闽方言岛看闽语在广东珠三角的流播方言与文
学略论明刊戏文《荔镜记》的方言归属语法研究“想死我了”及其相关句式现代汉语动量词研究的发
展历程与前瞻词汇学与辞典学六种词汇学理念在近现代早期语文词典中的实践士论文撮要论徽州方音
潮州话否定词研究论赣方言的音韵特征吴语、粤语的小称变音与“儿”尾研究机构暨南大学汉语方言
研究中心书刊介绍粤语研究香港语言学学会粤语语言学杰出学生论文奖征稿通知稿约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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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提要本文论述汉语词汇中一个新的概念——社区词。
社区词是反映不同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特殊词语。
在方言地区，社区词和一般方言词交织在一起，构成方言中有别于共同语及其他方言的词语。
但社区词和一般方言词是可以有区别的。
香港粤方言中既有大量的一般粤方言词，也有不少属于香港地区特有的香港社区词。
文章剖析了香港社区词的方方面面，并评介了第一部记录香港社区词的词典，笔者认为这是一部阐发
一种词汇新理念的词典，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关键词香港粤语方言词社区词香港是个语文应用多元化的现代化社会，Et常使用的语言种类繁多，除
了作为主流交际语“三语两文’’中的粤语（香港人习惯叫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外，人们在市井
中还常常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方音：有说潮州话的，有说闽南话的，有说客家话的，有说上海话的，
有说海南话的⋯⋯此外，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还居住着数以万计的非华裔族群，他们也各自说着自
己的母语，如印度语、巴基斯坦语、孟加拉语、阿拉伯语、印尼语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人数最多、社会通行率最高的粤语中，存在着许多令人瞩目的语言现象，跟其
他地方（如广东、广西）的粤语有很大的差别。
特别是在词汇方面，由于香港社会历史背景特殊，而当今社会发展又特别迅速，新词新语不断涌现，
更使得香港粤语常有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其中尤为突出的要算所谓“社区词”的层出不穷了。
说起“社区词”，人们首先会想到大家比较熟悉的“方言词”来。
通常我们把只在某个方言中通行的、有别于民族共同语的词语视为方言词。
这其实是“狭义”的方盲词。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即使跟其他方言相同、跟民族共同语毫无差别的词（语），只要出现在这个
方言的词库中，就该算作是这个方言的词语，自然可以编人这个方言的词典中。
李荣先生主编的42卷《现代汉语方言词典》，每一卷所收词条都不同，就是兼收与众不同的词（语）
和并非独有的共同语词，是广义的“方言词典”。
粤方言是通行地域较广、使用人口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一种“强势方言”，在它那丰富多彩的词汇
中，包含着各式各样本方言特有的方言词语。
一些专门汇集这类属于粤方言特有词语的辞书，收词的数目少的有三四千个，多的达到五六千个甚至
七八千个。
就拿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几部冠以“香港”字眼的粤语词典来看，收词较多的是郑定欧主编的《香港
粤语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有大约8000条；收词较少的是吴开斌于90年代初出版的《香
港话词典》，有4000条（花城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而最具香港特色的《港式广州话词典》（张励
妍、倪列怀编著，万里书店，1997）收录的粤方言词语则有7000多个，编者还特别说明其中香港地区
独有的粤语词约2000个。
这些粤语词典，除上述几本以外，其他几部有影响的粤语词典，如早期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的
《广州话方言词典》（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20世纪末白宛如的《广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
版社，1998），麦耘、谭步云的《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等，所收词（语
）到底是不是都属于与众不同的方言词，也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狭义方言词”呢？
这些方言词是什么样的内容？
又是怎样产生的？
这类疑问难免会在读者脑子里盘旋。
面对这一现实，解答这类质疑成了粤语研究者和粤语使用者常常议论的话题，“社区词”的概念正是
近十多年来在关于方言词的纷纷议论中被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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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方语言学(第1辑)》是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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